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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大食物观视域下，全谷物食品消费对节粮减损和国民营养健康具有积极意义，是未来食品

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但当前我国全谷物食品消费量远低于推荐水平。本文分析了北美、欧洲、

亚洲和非洲地区的主要国家全谷物食品消费的总量、结构以及政策环境，并从产品、消费者、市场与

政策四个维度分析了影响全谷物食品消费的主要因素。综上，应着力培养居民的全谷物消费意识、创

新全谷物食品的加工技术，通过政策支持发展营养导向型农业，以此打通全谷物食品消费的实现路径，

促进全谷物食品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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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umption of whole grain foods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reducing grain loss and 

enhancing national health, which is a crucial direction for future developments in the food industry. However, 

current whole grain consumption in China falls far below recommended level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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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quantity, structure, and policy environment of whole grain food consumption in major countries 

across North America, Europe, Asia, and Africa. It analyzes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whole grain food 

consump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products, consumers, market and policy. In conclusion, grea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raise consumer awareness regarding whole grain consumption, advance the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whole grain foods, and foster nutrition-oriented agriculture through policy initiatives. In this 

way, the way toward increased whole grain food consumption can be paved and the growth of the whole 

grain food industry can be promoted. 

Key words: whole grain consumption; all-encompassing approach to food; influencing factors; implementation 

path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树立大食物观”的

重要战略理念，拓展了传统的粮食边界，既顺应

了人们日益多元、全面、均衡的营养需求，也体

现出可持续发展、生态保护和农业现代化的协同

发展。全谷物食品因减少了粮食精加工环节的损

失而保留了大量生物活性物质，具有显著的健康

效益并能起到节粮减损作用。特别是在后疫情时

代，全球范围内对全谷物食品的认知和接受程度

得到了普遍的提升。全谷物食品的推广成为贯彻

“大食物观”战略理念的重要举措之一[1]。 

粮食的损失和浪费贯穿生产、收获、储运、

加工与消费整个流程，据国际粮农组织测算，全

球粮食产量的三分之一遭到损失或浪费。以水稻

为例，加工出精米至少需要经过初清筛、振动筛、

重力谷糙筛、白米分级筛、抛光等 16 道工序，失

率达到 20%[2]，全谷物制品消费可减少“精米白

面”生产过程中多道加工工序，节粮减损效果明

显。2021 年 10 月 31 日中办、国办印发的《粮食

节约行动方案》指出要“加快推进粮食加工环节

节粮减损，提高粮油加工转化率”，启动“国家全

谷物行动计划”；大力发展全谷物是提高我国粮食

资源可食化利用率，实施节粮减损和降低碳排放

的有效路径。 

此外，长期的精制谷物饮食是我国居民隐性

饥饿与慢病问题突出的重要原因。全谷物食品因

保留了完整谷粒所具备的胚乳、胚芽、谷皮和糊

粉层组分，其膳食纤维、多酚等生物活性物质含

量显著高于精加工谷物。全谷物食品中的膳食纤

维能够帮助身体代谢碳水化合物，可以降低血液

中的总胆固醇等物质的含量水平，同时还能够抵

抗自由基对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保护心血管系

统的正常功能。全谷物食品中的镁、钾、维生素

E 等营养元素有助于清除体内自由基为胰岛细胞

等提供保护作用，还可以调节免疫系统和激素水

平，并能够促进肠道内有益菌生长和活力，在很

大程度上提高人体的健康水平[3]。 

当前，大部分国家仍面临全谷物摄入量不足

的问题，我国全谷物食品消费量与消费意愿更是

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其中全谷物食品种类少、

口感不佳以及难储存等亟待解决的问题是重要原

因[4]。因此，为了促进全谷物食品消费升级，本

文在全面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全谷物消费情

况的基础上，总结了影响全谷物食品消费的产品

与市场因素、消费者因素和政策因素，提出了大

食物观视域下全谷物食品消费的实现路径。 

1  世界主要国家/地区全谷物食品消费概况 

全球范围内，全谷物食品和配料的市场正在

迅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全谷物商品正创造新的市

场。全谷物消费量主要受到饮食文化、健康认知

和政策的影响。然而，尽管全谷物食品的供应有

所增加，但平均而言，全谷物的消费量仍然大大

低于推荐水平[4]。多角度分析全谷物摄入情况和

影响全谷物食品消费的主要因素，将为推动全谷

物饮食奠定基础。我们统计了世界主要国家/地区

全谷物食品消费概况，从饮食习惯、政策认知和

民众实际消费结果等角度总结了北美、欧洲、非

洲以及亚洲的全谷物饮食现状。 

1.1  北美全谷物食品消费概况 

以美国与加拿大两个典型的北美国家为例，

分析其膳食结构。2015—2018 年，美国成年人从

垃圾食品中获得了 47%的总能量（或 1 043 千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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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总糖摄入量的 75%也来自垃圾食品[5]。长期

大量摄入这些高热量、低营养的食物会导致全民

健康水平的下降，并引发一系列慢性疾病。因此，

相关政府和营养健康部门也早已提出健康主张或

声明，引导国民选择健康的饮食习惯[6]。美国 2020

—2025 年饮食指南（DGA）强调，全谷物是健康

饮食的基础，健康成年人每天要摄入 170.1 g 谷物，

其中全谷物、精细谷物各占一半。然而，目前美国

全谷物摄入量仅达到推荐的三分之一（16 g/d）[6]。 

在加拿大，面包和面食类谷物是加拿大人饮

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白面包、全麦面包、三明

治等[7]。2019 版《加拿大饮食指南》指出全谷物

类食品该占盘餐的 1/2[6]。但研究发现，加拿大目

前的谷物饮食中，全谷物只占三分之一[8]。在成

人食用的谷物食品中，根据能量由高到低排序，

前四位分别是全谷物（14.2%）、非全谷物面包

（10.9%）、咸零食（10.5%）和松饼（9.7%）[7]。 

在政策方面，美国农业部提供粮食券并提出

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帮助低收入家庭获得更健康

的食品。然而，加拿大相关部门则认为，目前没

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来支持全谷物健康效益，也没

有出台相关政策。 

1.2  欧洲全谷物食品消费概况 

欧洲地区的部分国家与北美类似，以英国和

德国两个较为典型的国家为例。典型的英式早餐

包括烤面包、烤香肠、烤蘑菇、鸡蛋和烤番茄等，

下午茶包括三明治、司康饼和蛋糕水果等，晚餐

以肉类或鱼类为主。全谷物也是英国健康饮食的

重要组成部分，英国膳食指南建议人们增加高纤

维和全谷物的摄入。英国 新发布的《糖尿病营

养指南》倡导个性化健康膳食模式，并指出全谷

物食品可作为降低Ⅱ型糖尿病发生率的食物。德

国的早餐更注重营养搭配。黑面包、白面包、杂

粮面包、燕麦面包以及裸麦面包等，是德国人主

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均每人每年食用量超过

80 kg。该地区的作物主要加工为粉食原料，导致

其食物产品主要为面食。 

英国和德国在其膳食指南中未明确提及全谷

物的建议摄入量，只是推荐尽可能选择全谷物类

型的食品和食物原料[6]。在德国，成年男性和女

性分别约摄入 127.4 g/d 和 132.6 g/d 全谷物[9]，而

英国平均摄入量为 20 g/d[6]。德国全谷物摄入量明

显较高的现象可能是其传统饮食习惯导致。 

此外，在挪威、瑞典和丹麦等具有全谷物饮

食基础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食品和卫生当局建

议增加全谷物的消费，膳食指南建议每天每

2 388 kcal 饮食中，至少摄入 75 g 全谷物[10]。其

中，瑞典在全国成年人（18~80 岁）膳食调查中

显示，女性和男性分别平均每天摄入 39 g 和 46 g

全谷物。在丹麦，黑麦面包是全谷物摄入的主要单

一来源，分别占儿童和成人总摄入量的58%和64%，

儿童（4~14 岁）的平均摄入量为 28 g/d，女性为

28 g/d，而男性为 39 g/d[11]。2015 年荷兰膳食指

南建议用全谷物产品代替精制谷物。每天至少吃

90 g 黑面包、全麦面包或其他全谷物食品[12]。

19~79 岁的成人中，有 47.3%达到这一推荐量，平

均摄入量为 93 g/d[13]。 

1.3  非洲全谷物食品消费概况 

在非洲的饮食文化中，全谷物一直是非常重

要的一部分[14]。由于经济、产品与市场等因素的

限制，许多人仍然面临粮食不安全的问题，据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统计，2018 年非洲

人均全谷物消费量为 0.22 ha，比上年下降 23%，

这导致了非洲的营养不良和相关健康问题，多达

6.5 亿非洲人（占非洲大陆人口的 50%）缺乏经济

或物质上的途径来获得足够的食物来满足每天的

低需求。由于加工水平的限制，非洲地区的精

制加工谷物的使用比例很低。撒哈拉非洲南部的

全谷物消费量高达 159.6 g/d，是亚洲国家均值的

近 17 倍[15]。在东非和南非，主要的当地食品是

玉米粉制成的黏稠面团。在西非，小米非常普遍，

制作方法类似，在靠近海岸的地区，主要食用各

种根茎，比如木薯、山药，制成接近固体的团块。

在北非，面包是主食。有些国家，食用大蕉作为

主食也非常普遍。一项研究显示，采用传统的、

富含纤维的非洲传统饮食可以显著改善一组中

年非裔美国人的健康指标，并减少结肠癌的危险

因素[16]。 

1.4  亚洲全谷物食品消费概况 

亚洲国家的主食多为米饭。大米文化源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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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在史前文化时期就有大量的米饭文化遗存。

以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为例。中国传统饮食注重

均衡、营养丰富、多样化，强调谷物为主食、荤

素搭配和季节性食材选择。这些特点不仅体现

了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也有助于保持健康饮

食习惯和平衡的营养摄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22）》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摄入谷类食物

200~300 g，其中全谷物和杂豆类 50~150 g，而目

前中国主食谷物多以精制谷物为主，《英国医学杂

志》2021 年的一项研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 21 个

国家近 14 万人 16 年追踪发现，中国人均精粮摄

入量 高（225 g/d），人均全谷物仅 38 g/d[17]，远

远低于膳食指南的推荐量。欧美发达国家全谷物

消费占比达到 20%，而我国还不足 1%。我国全

谷物产品消费量不足，可能是由于食品种类不够

丰富。谭斌曾表示，目前我国全谷物标准滞后，

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消费者选择机会少[18]。全谷

物产业发展面临技术、标准标识、科普与消费引

导三大瓶颈[18]。 

相比较下，日本人食用全谷物食品主要包括

玄米饭、通心粉、谷物麦片以及全谷物茶等。日

本居民每天粮谷类的摄入量在 300~400 g 左右，

动物性食物摄入量约 100~150 g。日本膳食烹饪方

法比较清淡，有利于避免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

及维生素、矿物质缺乏等营养缺乏病，同时有利

于预防营养过剩导致的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 

2  影响全谷物食品消费的主要因素 

食品消费通常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

面与产品本身的感官特征、价格、营养健康及其

市场销售有关，另一方面与社会经济、人口特征

等消费者因素有关，还受到政策环境的影响。本

文基于世界主要国家/地区全谷物食品消费概况，

分析出影响全谷物食品消费的主要因素。 

2.1  产品与市场因素 

全谷物食品的感官特征需要改善。目前，消

费者对全谷物及其食品的营养和对健康的益处有

一定了解，但当前市场对于食品的需求不仅是营

养健康，还比较看重食品的口感。而全谷物食品

的一大问题就是其保留的糠层使口感变差，这就

使全谷物食品的推广受到阻碍。 

全谷物食品的市场占有率及产品种类对全谷

物的消费有较大的影响。消费者购买食品的过程

中，市场中全谷物食品的占比及质量、种类、营

养等影响了 终的消费结果[19]。全谷物食品在全

球市场中的占比日益增加，根据国际食品信息理

事会（the International Food Information Council，

IFIC）的 2021 年食品与健康调查，全球超过一半

的消费者正在尝试吃更多的全谷物[20]。受访者发

现，在列出的所有食品中，谷物对环境的负面影

响 小，这表明消费者意识到谷物饮食的可持续

性。截至 2016 年，全球有 7 533 余种全谷物食品

进入市场，而我国新上市“全谷物”字样的产品

仅约 300 种，且主要是烘焙类食品和早餐谷物，

其他产品品类较少[21]。作为全谷物产品主要类别

之一的全麦产品，在我国的产品供给与发达国家

也有较大差距。我国全谷物食品种类及数量少，

相比于欧洲和美国已经开发了多样化方便食品和

休闲食品，我国的全谷物食品大部分还局限在烘

焙产品[22]。这使得想购买全谷物食品的消费者在

超市货架上找不到合适的产品。从市场环境看，

当前我国对全谷物食品的定义尚不明确，相关标

准和标识等尚不完善，市场上全谷物产品质量参

差不齐，不利于全谷物产业健康有序发展[23]。但

随着我国消费者消费水平和健康意识的提升，我

国未来全谷物市场仍具有较大潜力。根据 Fitch 

Solutions 的食品趋势预测，预计中国消费者将在

更健康的谷物，如全谷物（藜麦和小米等）花费

更多。 

2.2  消费者因素 

消费者因素包括众多方面，本文主要从国家

经济水平和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全谷物消费呈现两种截

然相反的相关性。一方面，在国家经济发展达到

较高水平后，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度提升，对食品

的需求从口感好渐渐转变为营养健康，所以发达

国家较发展中国家有更高的全谷物消费量。我们

按照人均 GDP 对列举国家进行排序（表 1），根

据全谷物的膳食指南建议摄入量及目前人均消费

量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发达国家中除了英国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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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其余所有国家人均全谷物消费量均达到了

30 g/d，美国、加拿大、荷兰等国家更是已经达到

相应的膳食指南中的推荐量标准。可见，膳食指

南中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消费者对全谷物

食品的认知水平，进而推动了人们的全谷物消费

行为。 

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土耳其的膳食指南中

有全谷物摄入量推荐值，而塞舌尔和埃塞俄比亚

不仅没有确切摄入量连引导性的建议都很少。中

国和土耳其国民的人均全谷物消费量远低于推荐

摄入量、中国只达到 低摄入量的 20%、土耳其

只达到推荐摄入量的 10%，而塞舌尔和埃塞俄比

亚全谷物的人均消费量却远超其他国家、分别达

到了 334.3 g/d 和 168.6 g/d。这主要是因为非洲部

分地区因经济发展较为落后，食物加工水平有限

无法进行精加工因而其产品多为粗加工后的全谷

物食品。 

同时全谷物消费量也与国民的受教育程度有

关。受教育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消费

习惯和对食物的选择。如表 1 中所示，我们发现

受教育程度与全谷物食用率呈 U 型相关。受教育

程度越高，更能了解全谷物食品的益处，更愿意

为了自身长久的健康消费；同时，受教育程度

低的国家/区域往往经济落后，受到加工水平限

制，反而食用全谷物食品 多。而我国属于 U 型

的中部位置，全谷物食用消费量较低。因此，加

强对全谷物食品的宣传，可能是适合我国情况的

促进全谷物食品消费的有效方法。 
 

表 1  来自四个洲八个国家的国民受教育水平、社会经济水平、全谷物建议和实际摄入量 

Table 1  Education level, socio-economic level, recommended and actual intake of whole grains from eight countries on four continents 

国家/地区 大洲 本科率/% 人均 GDP/(美元/2022 年)* 膳食指南中全谷物建议 目前人均全谷物消费量/(g/d)

美国 36 76 398.6 48~80 g/d 47.3[24] 

加拿大 
北美洲 

35 54 966.5 105~140 g/d 86.0[8] 

丹麦 — 66 983.1 75 g/d 33.5[10] 

荷兰 — 55 985.4 ≥90 g/d 93.0[13] 

瑞典 8.17 55 873.2 女性：70 g/d；男性：90 g/d 42.5[8] 

德国 46 48 432.5 提高全谷物食品口味 130.0[9] 

英国 

欧洲 

21.6 45 850.4 尽可能用全谷物替代精制谷物 20.0[6] 

日本 45 33 815.3 — 9.2[24] 

中国 3.7-4 12 720.2 50~150 g/d（包括杂豆） 38.0[17] 

土耳其 

亚洲 

9.8 10 616.1 300 g/d 3.1[24] 

塞舌尔 <5 15 874.5 一周三次 334.3[24] 

埃塞俄比亚 
非洲 

<5 1 027.6 — 168.6[24] 

注：*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s://www.shihang.org/zh/home。 

Note: *Data source: World Bank https://www.shihang.org/zh/home. 

 

2.3  政策环境因素 

政策环境因素对于全谷物食品消费的实现有

着积极的引导与监管作用。通过宣传和教育活动，

向公众介绍全谷物食品的营养价值和健康效益对

推动全谷物消费可能有重大价值。以美国为例，

2005 年《美国人膳食指南》首次明确建议所吃的

所有谷物中至少有一半应为全谷物时，其居民平

均每天仅摄入 17.01 g 全谷物。除了由于消费者不

够了解全谷物的健康效益外，全谷物食品的定义、

标准、规范的不明确，市场相关产品的缺乏共同

造成了这一结果。因此，自 2005 年后的十年， 

美国联邦政府通过立法要求在全国学校午餐和早

餐计划以及日托中心提供全谷物。针对消费者采

取了特殊人群营养计划，例如将全谷物纳入妇女、

婴儿和儿童的营养补充计划，帮助更多家庭获得

更加健康的食品[21]。非政府组织 Oldways 全谷物

委员会于 2005 年推出了全谷物印记包装符号（目

前已用于 61 个国家/地区的 12 000 多种产品），该

标记传达了一份产品中含有多少克全谷物，以便

消费者可以比较并逐步了解使用越来越多的全谷

物制成的产品。通过政府，行业协会、非政府组

织等利益相关团体的共同努力，美国全谷物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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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加了 50%。此外，政策对于全谷物食品的生

产厂商能够起到重要的监管作用。例如，Oldways

与多家公司合作，帮助相关公司了解监管规范，

支持企业改革，鼓励企业更广泛地采用全谷物[25]。 

当前，根据“大食物观”战略理念的提出和

“健康中国”的要求，促进和推广全谷物食品消

费对改善国民健康状况具有重要战略价值，也是

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民生工程，引起了各界的广

泛关注和参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

康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农业

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产品加工研究所、中国农学会食物与营养分会以

及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等 8 家专业机构联

合发布了《全谷物与健康的科学共识（2021）》[26]，

其旨在帮助消费者认识全谷物的健康效应，鼓励

消费者购买全谷物食品。 

3  大食物观视域下完善居民全谷物食品消

费实现路径 

我国农食系统亟需转型以满足粮食安全、国

民营养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多元战略目标。全谷

物在节粮减损、健康效用和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

均具有重要作用，增加全谷物消费和促进其产业

发展是推动农食系统转型的重要路径。针对上述

分析影响全谷物食品消费的主要因素，在大食物

观视域下，完善我国居民全谷物食品消费实现路

径，促进全谷物食品消费的发展，本文主要从培

养全谷物消费意识，优化居民膳食结构、发展全

谷物加工技术，平衡健康与口感、政府政策倾斜，

发展营养导向型农业三方面完善全谷物食品消费

实现路径。 

3.1  培养全谷物消费意识，优化居民膳食结构 

膳食结构的调整是农食系统转型的核心着力

点之一。我国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已发生较大变

化，中国居民饮食存在精制谷物、高脂食物消费

较多，肉类消费严重过量，全谷物消费不足的现

象（表 2）。目前我国成年人每天人均摄入全谷物、

杂豆类食物未达标准，超过 80%的成年人消费严

重不足[27]。目前中国谷物产品结构严重不合理，

全谷物消费占比仅为 1%左右[28]。以精制米面为

主的主食消费模式不利于公众健康，且造成一定

程度的粮食损失。农业食物系统转型中膳食结构

调整的目标要求引导居民消费健康可持续的食物

种类，一定摄入量的全谷物是健康和可持续膳食

模式的重要组成。 
 

表 2  中国居民膳食消费水平 

Table 2  Dietary consumption level of Chinese residents  g/d 

 
中国食物

消费量

《中国居民平衡膳

食宝塔》推荐摄入量 

柳叶刀委员会
(EAT-lancet)
推荐量[29] 

谷物 – 200~300 – 

精制谷物 425 – – 

全谷物 38 50~100 232 

畜禽肉类 346 43~72 57 

鱼类/水产品 112 43~50 28 

蛋 95 43~71 13 

食用油 106 9~11 
40 g 不饱和油/

11.8 g 饱和油

蔬果类 1 494 500~850 500 at least 

注：数据来源：中国食物消费量中，精制谷物和全谷物消

费数据来自 Sumathi S, Mahshid D, Michael J R, et al. (2021); 其

他食物消费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21》。 

Note: Data source: In China's food consumption, the data of 
refined grain and whole grain consumption are obtained from Sumathi 
S, Mahshid D, Michael J R, et al. (2021); Other data of food 
consumption are obtained from the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1. 

 

在大食物观视域下，我国亟需从多方面促进

我国居民的全谷物消费意识，从而优化居民的膳

食结构。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以实现这一目标： 

（1）帮助提高消费者意识的常用第一步是将

全谷物建议纳入膳食指南。全球的具体实施情况

各不相同，但有证据表明这些建议会导致全谷物

消费的增加[30]。在美国，全谷物于 2005 年首次

出现在膳食指南中。从 2003—2013 年，所有年龄

段的全谷物消费量均显著增加[31]。我国 新发布

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了将“多吃

全谷”作为平衡膳食推荐准则。相比于美国、丹

麦等发达国家，我国仍未给出居民每日摄入全谷

物的具体量化指标，我们认为进一步优化膳食指

南，纳入具体定量化建议有利于促进居民形成“意

识的共识”，提升全谷物消费需求，以达到促进居

民健康水平进而实现“健康中国”的目标。 

（2）经济激励或抑制措施可能有助于推动人

们增加全麦食品的消费。例如，在南非，只有精

制玉米粉和小麦粉等少数谷物产品免征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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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T），目前税率为 15%[32]。对全谷物产品使用

销售税豁免将使这些产品更便宜，有助于鼓励不

太富裕的消费者将全谷物纳入他们的饮食中。 

（3）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全谷物知识科普

及宣传教育等活动，向公众介绍全谷物的营养价

值、健康益处以及如何正确选择和食用全谷物。

同时，可通过举办全谷物知识竞赛、烹饪比赛等

活动，分享全谷物相关知识，帮助居民了解全谷

物食品的营养价值，如何选择和食用全谷物食品

并引导居民改善膳食结构。 

3.2  发展全谷物加工技术，平衡健康与口感 

我国居民全谷物食品的消费并不高的主要原

因之一是全谷物食品的口感相较于其他食品较

差，而居民对于食品的口感和口味有较高的要求。

全谷物食品目前加工方式较多的是复合式，如挤

压膨化与蒸煮、发酵结合等。主要的全谷物食品

包括主食及主食粉产品，如全麦馒头、发芽糙米、

糙米面包、杂粮挂面[27]。全谷物食品种类十分有

限，市场占有率和消费量仍比较小。且现有加工

技术较为单一，常用于麦片等全谷物食品的加工

中[33]。居民在市场中购买全谷物食品时能够选择

的食品种类较少，导致居民购买全谷物食品的欲

望降低。 

此外，不同消费者对于口味和健康功能的看

重程度不一样，健康人群更偏重口味，疾病人群

更看重健康功能，可以妥协一定程度的口感。因

此，应当增加全谷物食品研发投资和技术创新，

解决目前的技术和成本问题，开发多样化品类，

充分满足消费者对口味口感的需求。近些年来，

全谷物食品的加工技术有一定进展，例如，低温

等离子体技术 [34]、高温α-淀粉酶-挤压膨化耦合

处理技术等 [35]，这些技术对全谷物的糙米粉质

进行了优化，对于全谷物食品的口感有一定提

升，且加工后食物原本的营养价值保持在应有的

水准上。基于此，应当加大全谷物加工技术的发

展与应用，对全谷物食品的口味与健康功能的进

行平衡。 

3.3  政府政策倾斜，发展营养导向型农业 

全谷物早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健康食品，我国 

连续出台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健康

中国行动意见、国民营养计划等一系列国家政策，

发展食物营养健康产业，推进营养型优质食用农

产品生产，坚持食物多样、谷类为主的膳食模式，

推动国民健康饮食习惯的形成和巩固等。居民营

养健康问题是一个多部门、多层次的问题，是决

定获得服务和资源的家庭/个人决策、农业食品、

卫生和环境系统以及相关政策进程之间复杂相互

作用的结果[36]。在 1960—1970 年代，绿色革命

对高产小麦和水稻品种的投资大幅提高了亚洲和

拉丁美洲的谷物产量，并帮助拯救了数百万人的

生命。与此同时，农业政策和激励措施过度集中

于少数主食和卡路里，而不是营养多样性，部分

营养丰富的作物已被边缘化。营养导向型现代农

业，从食物供给端出发，将营养目标纳入食物和

农业政策中，可能成为未来提升居民健康水平的

重要解决方案。近年，中国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国

民营养计划（2017—2030）》提出加大力度推进营

养型优质农产品的生产，切实需要新的食物安全

发展战略来促进营养健康与产业发展相融合，不

断满足居民日益提高的营养健康需求。膳食结构

的调整已经成为农食系统转型的核心着力点之

一。2021 年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农业生产“三

品一标”提升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品种培优、品

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在现有高产优

良品种培育的基础上，加强优良品种的自主研发

能力，提升关键品种的营养品质，满足消费者对

优质、营养、健康农产品的需求是我国未来优化农

食系统，深入开展营养供给侧改革的必经之路。 

4  结语 

推广全谷物食品是通过节粮减损支撑国家粮

食安全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健康中国的重要抓

手。全谷物食品是我国粮食加工和食品工业的重

要发展方向，而全谷物食品消费实现对全谷物食

品的发展起到关键引领作用。为了促进全谷物食

品消费，本文从大食物观的视角出发，基于界主

要国家/地区全谷物食品消费概况，聚焦全谷物食

品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针对全谷物食品消费意

识、加工技术及政策环境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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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培养全谷物消费意识，优化居民膳食结构。

二是发展全谷物加工技术，平衡健康与口感。三

是政府政策倾斜，发展营养导向型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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